
最新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 小学数学复习
教学设计(优秀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篇一

通过总复习，把本学期所学的知识进一步系统化，使学生对
所学的概念、计算法则、规律性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计算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代数思想、空间观
念、统计观念得以进一步发展，获得自身数学能力提高的成
功体验，全面达到本学期规定的教学目标。

1、小数乘、除法的计算及应用，简易方程的意义、解法及应
用，多边形面积的计算及应用。

2、针对学生存在的不同问题，弥补知识缺漏，促进知识系统
化，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1、复习“小数的乘、除法”时，可先让学生完成总复习第1
题，让学生根据具体的题目说一说小数乘、除法的计算方法
与整数乘、除法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再用自己的语言叙
述小数乘、除法的计算法则，也可以顺带复习一下小数加、
减法的计算法则，使学生对小数四则运算的法则进行全面的
整理。要着重复习计算中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如小数乘小
数积的小数位数不够要补0，小数除以小数移动小数点被除数
需要补0，商中间有0，等等。然后复习用小数乘、除法解决
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涉及到理解数量关系、运用运
算定律、求结果的近似数等知识，要引导学生灵活选择解题
策略，根据实际需要处理运算结果。



2、复习“简易方程”时，要注意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用字母表
示数的意义，体会代数的思想，巩固一些特殊的写法，例如，
数字与字母之间的乘号可以省略不写，数字要写在字母的前
面，一个数的平方的意义和写法等等。

第3题第（1）小题。对于方程、解方程、方程的解等概念，
要通过具体的题目。

第3题第（2）小题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使学生借助等式的性
质理解解方程的原理，提高解方程的技能。复习列方程解决
问题时，要注意引导学生抓住题中数量间最基本的相等关系
列出方程，使学生进一步明确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基本步骤，
并鼓励学生采取灵活多样的解题策略。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练
习，可以再补充一些习题，只让学生写出文字性的数量关系，
列出方程，以检查学生掌握的情况。

3、复习“多边形的面积”时，除了要求学生正确应用多边形
面积计算公式进行计算以外，更要注意引导学生回忆这些公
式的推导过程，加强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掌握转化的数学思
想方法。要使学生认识到，掌握数学方法和记忆数学结论都
是很重要的，即使学生忘记某个多边形面积计算公式，也可
以自行推导。完成总复习第2题，通过具体情境进一步巩固各
种多边形的面积计算，在计算混合图形的面积时，可以鼓励
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

4、复习“位置”时，要让学生通过观察，利用数对来确定物
体的具体位置，可以让学生通过总复习第4题说出棋子的位置，
引导学生利用数对来确定物体的准确位置。然后，通过“五
子棋”活动来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

5、复习“可能性”时，要结合具体实际综合复习涉及到的相
关知识，如总复习第5题，判断可能性。

6、复习“数学广角——植树问题”时，结合生活实际中植树、



锯木头、插旗子、围棋数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培养学生将
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利用画图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提
高学生分析、归纳、理解问题的能力。

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进一步了解间隔现象、简单搭配、排列现象、简
单周期现象和简单图形覆盖现象中的规律。

2、能正确、熟练地运用发现的规律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提
高分析推理能力。

3、在探索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体验探究的乐趣。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四、五年级教材中的相关内容。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谈话：数学无处不在，在同学们生活的周围，存在着许许多
多的数学规律，运用这些规律我们又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以前学习过的《找规律》的一些知识。

二、复习整理

1、间隔现象的排列规律。

植树现象：



（1）两端都种，间隔数+1=棵数

（2）两端都不种，间隔数-1=棵数

（3）如果一端种，另一端不种，间隔数=棵数

在首尾相接的封闭排列中，物体的个数与间隔数是相等的。
类似的现象还有锯木头、爬楼梯等。

学生读题后独立思考并解答，然后交流。

教师及时小结：要求需要多少棵树苗，先要求出这条公路有
多少个20米，即先算出间隔数。因为是在公路一侧从头到尾
种树，所以杨树棵数比间隔数多1。

2、简单搭配、排列现象中的规律。

师：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与搭配有关的实际问题，如：服饰选
配、饮食搭配、路线选配用符号表示，有顺序地思考是解决
这类问题的有效方法。

学生独立思考并解答，然后交流想法。

3、简单周期现象中的规律。

师：通过观察发现简单周期现象中的规律，能根据规律确定
某个序号所代表的是什么物体或图形，计算周期规律排列的
某类物体或图形一共有多少个。

学生独立思考并解答后交流。

教师及时小结：因为北京奥运这四个字依次重复出现，所以
把每4个字看作一组，244=6组，没有余数，说明第24个字是
第6组的最后一个字，也就是运字。（同理分析第2个问题。）



4、简单图形覆盖现象中的规律。

师：可以用平移的方法探索并发现简单图形覆盖现象中的规
律，根据某个图形平移的次数推算出被该图形覆盖的总次数，
从而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

在探索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中，画图、列举、计算都是常用的
策略。

学生独立思考后解答，再交流想法。

三、巩固练习

四、全课总结

课前思考：

现在进入到复习阶段，在和学生一起学习的同时，也越来越
感受到自己本身知识的缺乏，就拿孙老师所说的间隔问题。
这是学生之前学过的知识，而且也有一定的规律，很多学生
都没有掌握好。作为一个新老师，我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但由于在练习中遇到这类题型，知道是间隔问题，所以我去
请教了任教四年级的数学老师。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
名毕业班的教师，我一直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中，一直要发现
问题才想去解决问题。在讲解练习的过程中，我和学生一起
学习了有关间隔问题的求法，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大部分学
生是一脸茫然。孙老师本节课的安排，可以让学生再次巩固
一下。

课前思考：

在6月3日与5日的会议上，朱红伟老师与苏主任都谈到了在检
测中要对《找规律》与《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两个内容需要
检测，检测的难度限于例题与试一试，我想要进行系统的复



习可能化时比较多。看了四~六年级的教材，其中替换、倒推
是解决问题策略中学生比较难理解的内容，图形的平移规律
是找规律中不太用，学生可能已经遗忘的知识点，否可以补
充一些五六年级这两方面内容的例题，在讲解分析例题的同
时帮助学生复习整理。建议将这两个内容花一课时时间复习。

课后反思：

有关植树问题较之前相比，很多学生都能掌握，但在做巩固
练习第一题时有一小部分学生都没有做对，究其原因主要是
这题求的是间隔数而不是通常求的棵数再加上在公路的两边
都种月季花，所以一部分学生没能转过弯来。

在巩固练习第3题的基础上，我让学生思考：如果把李老师在
张老师的右边，王老师在李老师的右边这一条件去掉，一共
有多少种不同的坐法？学生完成得也不错，从这节课的复习
情况来看，找规律的知识学生基本都能掌握。

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篇三

1．复习“解决问题”，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看题，学生能知
道题中所说的事理，并能正确选择解决的方法。

2．复习“统计”时，要注意让学生经历统计的过程，使学生
能搜集、整理数据，完成统计图表，并能看懂统计图表回答
问题。

复习“统计”时，要注意让学生经历统计的过程，使学生能
搜集、整理数据，完成统计图表，并能看懂统计图表回答问
题。

小黑板，挂图。

1．请大家想一想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复习了本学期学过的



哪些知识？

2．对这些知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内容是我们没有
复习到或复习了掌握不好的？如果学生有问题，则针对问题，
让同学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1．分别出示教材第122页第13、14题的挂图。

（1）看了图后，你明白图中的画是什么意思吗？

学生看挂图，小组讨论这两题的意思。

（2）怎样来解决这两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小明：12÷3=4（次）

一共要花：6×1=6（角）8×3=24（角）6＋24=30（角）

或：6×1＋8×3=6＋24=30（角）

3．组织搜集数据，清点人数。

根据自己的情况举手，并把老师清点结果填在书上。

4．大家已经搜集好了数据，从这个统计表中，你发现了什么？
请小组讨论一下，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在全班交流。

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篇四

1、复习“克和千克”时，要注意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质量概
念。

2、复习“图形与变换”时，能让学生正确认识图形的平移和
旋转现象，以及形成锐角、钝角的概念。



注意培养学生形成比较好的质量单位的概念，复习“图形与
变换”时，能让学生认识图形的平移和旋转现象。

小黑板，口算卡。

1、复习克和千克及图形的变换。

学生根据原来有的克和千克的概念，动手圈。

（2）用重量去算一算，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再判断利用
已经学到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3）大家想一想关于质量单位，我们还有哪些知识没有复习
到呢？小组讨论，把没有复习到的知识列出来，作好全面复
习。

2、复习图形的平移和旋转。（小黑板出示）

说一说生活中哪里有平移、旋转现象。升降机、观光缆车、
共3页，当前第2页123

说一说生活中哪里有锐角和钝角

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篇五

教材第39页复习6~10

通过复习进一步提高学生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
分析能力。

1、老师出示口算卡片，学生直接报得数。

2、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继续来上一节复习课。（复习2）



1)出示第6题表格，仔细观察表格说说括号里的数应该怎样算，
为什么这样算。

2)学生填表，集体交流。

1)要求学生通过观察不计算来比较两个算式的大小。

2)集体交流说说你是怎样的`？

1)出示第8题图，老师说明：“今天做了多少？”不是题目的
问题，而是引出“做了上衣20件，裤子32条”的对话。

提问：题中告诉我们什么？求什么？

（做了上衣20件，裤子32条，求还要做几件上衣才能和裤子
配套。）

2)学生独立列式计算，集体交流时说说你是怎样算的？为什
么这样算？

3)集体口答。

1)出示第9题，提问：这道题告诉我们什么？（桌子40张，椅
子4把，有48人来开会。）

求什么？是几个问题？哪几个问题？（再搬几张桌子？再搬
几把椅子？）

2)学生列式计算后说说你是怎样算的？为什么这样算的？

3)学生集体回答。

1)出示第10题，图中告诉我们什么问题？

2)根据这三个条件，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分小组讨论，全班交流，老师把提出的问题写在黑板上，学
生集体算出结果，口答。

《练习与测验》复习(2)

复习课教学设计数学篇六

第十单元总复习

教材基础知识针对性训练与基本能力巩固提高

一、选择。

1．两个2相加与两个2相乘比较，结果()。

a．两个2相加大d．两个2相乘大c．―样大d．无法比较

2．10个于是()。

a．一万b．一千c．一百

3．6个―和8个千组成的数是()位数。

a．三u．四c．五n两

4．3个百和50个卜合并起来是()。

a．350b．503c．53d．800

5．称―口猪的重量用()做单位。

a．米b．厘米c．千克d．克

6．甲数比乙数少40，甲数是60，那么，甲、乙两数的和是()。



a．140b．160c．60d．40

二、填空。

1．下面各数最接近200的数是()，它与275的和是()，它与()
的和是275。

46719218583

2．用1，4，0组成的―个最大的三位数是()，最小的三位数是
()，它们相差()。

3．读时要读()个零，读3600时()零。

4．―个四位数，百位上是0，十位上是2，其余数位上都是6，
这个数是()。

5．497的'近似数是()，901的近似数是()。

三、连线。

探究拓展能力强化训练与应用综合能力的养成


